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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张继锋 高华
庚报道 村民土地入股、集体资
金投入、合作社经营的模式，令曾
经的撂荒地焕发新生机。4 月 18
日，走进锦州市瓦子峪镇平顶房
村，一排排高效大棚整齐有序，道
路沟渠、电力配套设施完备。大
棚内绿意盎然，西红柿、香瓜长势
喜人。

“平顶房村曾经是贫困县里
最穷的村庄，过去村里植被稀少、
十年九旱，村民生活贫困，主要依
靠外出务工维持生计。”平顶房村
党支部书记顾祥文说。

瓦子峪镇为了实现乡村振
兴，以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

户致富为出发点，以“三变”改革
为抓手，将生态农业定为全镇高
效农业的发展主方向。镇政府利
用扶贫资金408万元，在平顶房村
共建设高效大棚 17 栋，占地 95
亩，棚内种植有机西红柿、香瓜，
由合作社经营管理。

“我们的生态农业核心链条
就是发展蚯蚓养殖，蚯蚓可以消
耗、处理畜禽粪便，产出蚯蚓粪有
机肥，起到改良土壤、提升农作物
品质的作用，直接形成农业产业的
良性循环。生态大棚建成后，每年
为打工村民支付工资60万元，还可
以每年为3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分红30余万元。”顾祥文说。

近年来，锦州市将村集体房
屋、建设用地、基础设施等经营性
资产，各类经营主体的资金、技
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财政投入
的农村扶贫开发资金、支持村集
体发展资金等各类资金，分别量
化以股权形式入股经营主体。七
里河村发展起了花卉产业、大兴
堡村搞起了蔬菜种植、姜屯镇的
高效温室大棚拔地而起……在“三
变”改革的推动下，一批批农业新
产业在锦州大地上开花、结果，产
生了“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应。

截至目前，锦州市共有 3.16
亿元农村发展类资金、1.64亿元村
集体资金、2.67亿元农民自有资金

投入各类经营主体，18万户、56.4万
名农民变为合作社、企业、家庭农场
的股东。锦州市年收入5万元以上
的村增至1090个，120余万名农民整
体增收近7亿元。

为了确保乡村脱贫后利用
“三变”改革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锦州市把“三变”改革和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捆绑”纳入“基层
党建制度落实年”活动和“整乡推
进、整县提升”创建行动。全面实
施“领头雁”工程，目前已有 1812
名干部到乡村工作，共争取资金
2.33 亿元、指导组建合作社 554
个、引进发展项目343个。

同时，锦州市还建立了由市

里牵头，相关委办局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的工作责任体系，实行月
调度、季通报、年总结制度，把“三
变”改革工作作为考核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真正做
到能者上、庸者下。

土地用活了，产业兴旺了，农
民增收了……连续多年的脱贫攻
坚彻底改变了锦州市贫困村的发
展基础和发展格局。在“三变”改
革的推动下，锦州市又通过盘活
村级闲置资源、搭建创新平台等
举措，拓宽农民的增收致富渠道，
激活了乡村振兴新动能，乡村振
兴战略在这里不断开出美丽花、
结出幸福果。

把土地用活 促产业兴旺 让农民增收

锦州深化“三变”改革推动乡村振兴

又是一年春草绿，万顷梨花
别样鲜。4月18日，锦州春季文
化旅游季暨北镇第 31 届梨花节
开幕。

走进梨花观赏区，错落有致
的梨树分列道路两旁，淡淡的梨花

香气弥漫空中，沁人心脾，成百上
千的中外游客或赏花、或拍照、或
嬉戏……尽情徜徉其中，仿佛来到
了人间仙境。

本届北镇梨花节除看景赏花
外，主办方还安排了原汁原味的

民间传统文化艺术表演、特色农
副产品展销等活动。同时，大芦
花风景区、医巫闾山国家森林公园
等景区也将参与其中，为游客提供
安全、舒适、丰富的旅游体验。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北镇第31届梨花节开幕

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锦
州市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不断
筑牢初心使命，将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成做好岗位服务、办好
惠民实事的动力。

锦州市委印发了《关于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争作贡献促振兴”实
践活动的方案》，引导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来。

为人民“办实事”也成为锦
州市党史学习教育的切入点、落
脚点。连日来，锦州市主要领导
率队前往松山新区、滨海新区、

太和区和凌海市，围绕群众关心
的环境保护工作，就有关污水处
理厂运行、试运行情况和报废机
动车回收拆解污染整治情况进行
现场调研。督促相关方面切实担
负起各自职责，保质保量地加紧
施工，确保各个环节、各项指标完
全达到环保标准。

凌海市以“学党史润初心”为
主题，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726个支部21150名党员参与
其中；凌海市医院、市中医院举办
义诊4场，免费就诊群众800余人

次。同时还组织基层党支部开展
“开门一件事”活动，共维修路面10
公里、路灯300盏，栽种绿化树木
2000株，清运村屯垃圾300余吨，
为村民代办服务1000余件。

另外，凌河区积极探索推行
行政审批“云勘验”创新试点工作，
让更多的创业者享受到这种线上
勘验的便利和凌河营商环境优化
的红利。锦州市国资委党委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组织旅游
集团义务种植绿化树木2000棵，
养护绿化面积3万平方米。

学党史润初心办实事解民忧

本报讯 4月 20日，锦州港（通辽）内陆港揭
牌仪式及推介会在通辽市隆重举行，这是作为东
北陆海新通道桥头堡的锦州港，为助推东北陆海
新通道建设再次推出的务实新举措。

东北陆海新通道是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
盟珠恩嘎达布其口岸起，向南建设途经赤峰市、通
辽市、朝阳市、阜新市，从锦州港出海的铁路通道，
是打通从锦州港经蒙古国、俄罗斯直至欧洲的中
蒙俄经济走廊新通道。今年2月4日，锦州等六市

（盟）成立了“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协作联盟”，此
次锦州港（通辽）内陆港的成立，是该联盟加速推
进新通道建设的务实之举和重要布局，也是今年
新通道建设从“规划图”到“施工图”的开篇之作。

为服务新通道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十四五”
期间，锦州港将规划投资百亿元重点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升级扩建深水航道、建设大型泊位及配套
罐区，为东北陆海新通道沿线重点园区及企业的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完善的物流支撑，有效降低企
业综合物流成本，形成行业价格比较优势。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文 余 洋 摄

锦州港（通辽）内陆港揭牌

本报讯 为把握好最佳翻耕时节，确保今年
春耕备耕的进度和质量，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综合行政执法队通过细化实化农业机械化监管，
消除各种农机事故隐患，确保播种时期农机及时
有效应用。

制定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制度，引导督促农
机专业合作社及农机大户抓好农机安全生产责任
落实，抓好社员及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农机安全生
产制度及宣传挂图资料上墙，农机安全生产责任
实现全覆盖。

构建农机安全生产防火墙，加强对农民农机
使用、维护、日常简单维修专业技术的培养。在农
机专业合作社及农机作业现场，农机执法人员对
农机具的安全使用情况进行隐患排查，帮助和指
导农机手保养、调试和检测农机具。对农机具上
牌、年检、社员的驾驶证情况进行了检查，对排查
出的隐患要求合作社及农机驾驶员限期整改，有
效降低农机事故发生率。

法治宣讲，增强意识。一方面通过定期在农机
安全宣教基地开展农机安全知识培训，提高驾驶员
的安全生产和守法意识，另一方面深入农村集市、田
间场院、农机专业合作社及农机大户，面向社员及驾
驶员讲解农机安全生产知识。目前，累计发放宣传
单、宣传册、宣传挂图等材料500余份。

鲁延强 本报记者 文继红

加强农机监管保春耕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您好，我们通过微
信视频的方式对您申请办理的预包装‘食品经营
者许可’进行远程勘验……”4月 21日，锦州市凌
河区锦铁街道市场所工作人员指导视频另一端的
申请人不间断拍摄所需勘验的重点环节，10多分
钟就完成了远程勘验，并在线上告知勘验结果，实
现了真正的“不见面”审批。

今年，锦州市凌河区积极探索推行行政审批
“云勘验”创新试点工作，从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审
批效率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勘验
前，监管人员首先采取电话沟通的方式，与申请人
讲解并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远程勘验的标准、流程
以及具体时间，通知申请人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
身份证等相关备检材料，并在约定时间通过微信
视频连线的方式对拟经营现场条件进行确认，全
程耗时 10至 15分钟，大大提高勘验效率，实现行
政成本和办事成本双降低。

凌河区行政审批
推行“云勘验”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实行 24 小时值
班制度，对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候鸟迁徙停留地
等进行巡护和看守……为切实有效保护野生动物
资源安全，锦州市开展专项行动，打击涉野生动物
违法犯罪行为。

锦州市首先制定了打击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
行为的实施方案，随后又在女儿河卧波桥、东湖公
园及滨河路五期等地安装了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牌
子、悬挂宣传条幅，拍摄了爱鸟护鸟公益宣传片并
在当地媒体播出。各县（市）区林草部门深入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场所、集贸市场及展演单位发放宣
传单 8000 余份，悬挂条幅 300 余幅，安装宣传牌
80余个。

此外，锦州市还加强野生动物栖息地巡护保
护，林草部门人员多次到鸟类栖息地现场巡护巡
查。各县（市）区林草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对辖区内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展演经营利用
单位、花鸟鱼市场、集贸（旧物）市场、饭店、野生动
物重要栖息地、候鸟迁徙停留地、集群活动区域等
进行巡护和看守，严禁非法猎捕行为。

截至目前，锦州市共出动执法车辆609车次，
出动执法人员 2580 人次，收缴鸟笼、粘网等涉及
非法猎具91个，解救鸟儿179只。

开展专项行动
打击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

翠岩山下，翠柏葱郁。连日来，一批批党员来到位于凌海市翠岩镇牤
牛屯村的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缅怀革命先烈，接受党史教育，
感受革命初心。今年，牤牛屯村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已接待市内外团体及个
人超2万人次。

锦州市是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方，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丰富的红色资源。
近段时间以来，锦州各地用好用活“家门口的红色资源”，积极探索创新学习形式，通过“实
景课堂”、云端讲课堂、立足实际办实事等方式，多措并举助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创新形式学党史 真心为民办实事
——锦州多载体多途径促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高华庚

锦州印象YINXIANG

锦州脚步 JIAOBU

4 月 2 日，锦州市医疗保障
局组织在职党员前往翠岩镇牤
牛屯村，开展以“缅怀革命英烈
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党史学
习教育。一路上，党员们参观党
史文化墙和东北野战军锦州前
线指挥所旧址，实地了解牤牛屯
村打造红色精神教育基地的基
本情况。

“1948 年 10 月 14 日 11 时，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在
牤牛屯发出总攻的命令。经 31
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 10 余
万 人 ，10 月 15 日 锦 州 宣 告 解

放。牤牛屯这个小村庄见证了
辽沈战役胜利的全过程，目睹了
新中国的曙光在锦州冉冉升
起。”翠岩镇副镇长、牤牛屯村义
务讲解员郭浩采用现场教学的
形式，分别在参观沿途和指挥所
旧址讲述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

红色资源既是鲜活的历史，
也是生动的教材。锦州在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自觉把红
色资源与现场教学融合起来。

近期，已有近万名党员干部
先后到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
战斗遗址、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

纪念馆、辽沈战役干部学院、王
桂兰干部学校等地参观学习，这
些红色教育基地成为各单位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打卡地”。

目前，锦州正在深入挖掘辽
沈战役史实、红色历史故事的时
代价值，围绕《东北第一个基层
党支部建立的现实意义研究》

《中国共产党对辽沈战役领导的
研究》《毛泽东“锦州那个地方出
苹果”名言当代价值研究》等党史
建立重点课题，组织专家进行深
入理论研究，让红色资源“活”起
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依托红色资源打造“实景课堂”

党史学习教育，组织要先行、党
员作示范。锦州市坚持把抓好党组
织学习与党员教育作为重中之重，
充分发挥信息化作用、开拓培训基
地，提高学习培训质量。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4月
12日，在北镇市政务直播间内，“百
年党史微宣讲”如期进行，党员干部
们在直播间内面向党旗，重温入党
誓词，铿锵有力的声音通过网络传
向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

“在网上参加党史学习教育，让
我再次深刻感受到革命先烈的伟大
精神，时刻提醒自己要牢记共产党
员的使命和责任，带领群众齐心协
力实现乡村振兴。”北镇市广宁街道
东门外村党总支书记程国东说。

自3月12日锦州召开全市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以来 ，全市上
下 把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作 为 一 项 重
大 政 治 任 务 ，高 度 重 视，精心谋
划，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并由市委宣
传部、市委组织部牵头，通过打造高

素质专业化宣讲队伍，精心设计了
党史学习教育的宣讲内容。目前，
形式多样、内容鲜活、入脑入心的宣
讲，已经成为锦州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特色之一。

凌河区成立社区干部学院，开
启“点单式”教学模式，由社区（村）党
员干部“点单”，讲师按单“配课”，确
保党员干部听得懂、学得深、用得
上。锦州市教育局开展“讲百年党
史上好思政课”主题活动，制定党史
思政课实施方案，组织思政、历史教
师骨干成立宣传队、宣讲团。北镇
组建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
教师、老退役军人为骨干的“五老”
宣讲团，分赴基层开展宣讲……锦
州市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红
色历史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

同时，锦州市紧紧依托锦州党
建云学院精心设计了“守核心·践宗
旨、问初心·担使命”等12节系列党
课，利用每月“党员活动日”对全市
党组织书记和党员开展专题讲座，
传播党的革命故事、激发新时代奋
进力量。

线上线下结合丰富学习内容

锦州市城建中心党员在张鸣岐事迹陈列室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高华庚 摄


